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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地区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投融资机制研究

贺 婧 , 刘小鹏 , 王亚娟
(宁夏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, 宁夏 银川 750021)

摘　要:目前 , 宁夏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宁夏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。农业生态环保产业是针

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而产生的 ,既服务于农业 , 保护农业生产环境 ,又改善并创造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,保

护和充分利用农业环境资源。针对上述情况 ,探讨了农业环保产业的内涵 , 宁夏农业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

现状及其投融资渠道。通过研究 ,提出了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 ,制定《宁夏农业生

态环保产业发展规划》以及建立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创业 、发展的投融资机制 , 以促进宁夏农业生态环保产

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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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Mechanism of Investing in and Financing Agricultural Eco-environmental
Protection Industry in Ningxia Region

HE Jing , LIU Xiao-peng , WANG Ya-juan
(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 ironment , Ningx ia University , Y inchuan , Ning x ia 750021 , China)

Abstract:A t present , eco 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ag riculture are majo r const raints for the eco-

nomic development of Ningxia region.The emergency o f agricultural eco-envi ronment protection indust ry is

aimed at solving ecological envi ronmental problems in agricul ture.No t only does i t serve agricul ture , but al-

so improves and creates sound eco logical envi ronment for agriculture , and pro tects and fully ut ilizes agricul-

tural environment resources.Aimed at afo re-stated condi tions , the paper first discussed the conno tation o f

ag ricultural eco-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 ry;presented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channels of inves-

ting in and financing the indust ry.By above-mentioned study , the paper then put fo rwa rded the new mecha-

nism of investing in and financing the industry such as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law s and regulations

concerning the indust ry , suggested draw ing up “Development P lan of Ag ricultural Eco-environmental Pro tec-

tion Industry in Ningxia” and set up the mechanism fo r undertaking the indust ry , so as to improve the sus-

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 ricultural eco-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industry in Ningxia.

Keywords:Ningxia region;agricultural eco-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;the mechanism of investing and

financing

　　从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 ,在政策 、消费两种机制

的驱动下 ,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迅速 ,一些国家已

经形成了规模化经营 ,机械化生产 ,社会化服务的运

行格局。

目前 ,宁夏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区域经

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。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不可能一蹴

而就 ,关键在于是否有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环保产

业。基于循环经济的农业生态环保产业 ,以生态农

业 、有机农业和无公害农产品开发为目标 ,促进农业

产业循环高效增殖发展 ,不仅经济效益显著 ,更重要

的是为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示范作用。随着国家建

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战略的实施 ,大力发展农业生态环

保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。今后和未来一个时期 ,关键

要创新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 ,力求在

投资总量 、投资结构和重点投资方向上得到机制上的

保障 ,促进农业生态环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

1　农业生态环保产业的内涵

对于农业生态环保产业的定义有两种解释 ,即广

义的农业环保产业是按照农业标准化和产业化要求 ,

它以改善生态环境 ,保护自然资源 ,防治环境污染 ,提

升农产品绿色品质 ,实现经济良性循环 、社会经济可

持续发展为目标所进行的技术开发 、产品生产 、产品

流通 、资源利用 、信息服务 、工程建设等一系列活动的

总称 。广义的农业环保产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 ,在

内容上涉及了农 、林 、牧 、渔各个领域[ 1] 。狭义的农业

生态环保产业概念是指以提升农产品绿色品质 ,改善

生态环境 ,保护自然资源 ,防治环境污染 ,实现经济良

性循环 ,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,以不同层次生

态农业部门之间一体化 、规模化经营为手段 ,对生态

农业实行区域化布局 ,专业化与规模化生产 ,贸工农

和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生态农业或特色农业
[ 1]
。

农业生态环保产业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,包括了

4个层次:(1)提供无形环境服务的层次;(2)提供环

保型消费品的层次;(3)提供环保型生产资料的层

次;(4)提供环保型生产与管理技术的层次
[ 2]
。

2　宁夏地区农业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
现状

　　从发展类型看 ,宁夏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包括生态

建设和保护型 、生态农业生产型 、污染防治型和农业

环保咨询服务型等 4大类型。

2.1　自然建设和保护型

目前 ,宁夏已经批准的自然保护区共 13处 ,总面

积 5.47×105 hm2 ,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8.2%。“十

五”期间全区共完成营造林核实合格面积 1.06×10
6

hm 2 ,与“九五”末相比 ,全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 2.1

个百分点 ,预计达到 10.5%。“十五”末全区共治理

水土流失面积 1.76×104 km2 ,建成淤地坝 1.6万座。

通过治理每年保水 1.6×10
9
m

3
;减少入黄泥沙 4.00

×107 t;增产粮食 1.00×108 kg 2 ;以生态农业试点为

依托 ,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。例如彭阳县国家级生态

示范区 ,主要进行生态农业建设 。总面积 25 867

hm
2
。农民年均纯收入 1 459 元/人 , 森林覆盖率

16.60%,秸秆综合利用率 100%, 畜禽粪便处理率

100%[ 3] 。

2.2　生态农业生产型

到 2005年 ,宁夏绿色食品生产企业达到 52 家 ,

产品达到 104 个 ,原料生产基地监测面积近 6.67×

10
4
hm

2
,全区绿色食品商品总量达 3.3×10

5
t ,销售

额达 1 7×10
9
元 全区认证无公害农产品 377 个

认定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 5.33×105 hm2 ,占全区

总耕地面积的 48%。宁夏发展节水灌溉从 20 世纪

80年代初起步 ,主要以地面灌溉节水工程及渠道衬

砌和畦田为主 ,截止 2005年 ,全区节水灌溉面积1.87

×10
5
hm

2
,有效灌溉面积 4.96×10

5
hm

2[ 4]
。

2.3　污染防治型

宁夏从 1996年组织实施农业部推广的“北方农

村能源生态模式”示范项目(简称四位一体), 1998年

组织实施农业部推广的“南方农村能源生态模式”示

范项目(简称三位一体)。到目前为止 ,在国家的大力

支持下 ,宁夏已累计建设“三位一体” 、“四位一体” 、

“一池三改”6.02万户 ,约 30万农民的生活 、卫生条

件得到了极大改善。

“十五”期间 ,宁夏自治区在银川市望远镇 、吴忠

市金积镇 、中卫市迎水桥镇进行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整

治试点工程 。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水源地保护工程 、畜

禽粪便处理工程 、农村厕所改造工程 、村容环境整治

工程及农业废弃物利用工程等 。工程取得阶段性的

进展 ,农村能源循环经济稳步发展 、农业水资源得到

节约和保护 、农民居住卫生环境和条件得到改善。

2.4　农业环保咨询服务型

宁夏地区开展农业环保咨询服务的企业种类较

少 ,起步也较国内其它省份晚 ,目前主要的一些开展农

业环保咨询服务工作的单位 ,如宁夏农林科学院 ,主要

开展配方施肥和农业生产指导。宁夏农业环境监测

站 ,进行农业生产环境的监测。宁夏农业勘察设计院

主要从事有机食品的安全检测与生产指导等工作。

3　宁夏地区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投
融资

3.1　政府主导投资

目前 ,宁夏农业生态环保产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

政府投资。如农村“三位一体”的能源利用建设过程

中 ,总投资 14 244.98 万元 ,其中:国家投资 6 933.3

万元 ,农民自筹 731.068万元。

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整治项目总投资 1 692.74万

元 ,其中申请国家环保专项资金 1 680万元 ,地方自

筹 112.74万元 。在宁夏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中 ,

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程近期计划总投资 2.45

亿元 ,其中 ,中央和地方财政出资 2.25亿元 ,自筹资

金 2.0×10
7
元(数据来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 ,

《利用沼气建设进行农村改厕情况汇报》)。

3.2　积极争取外援项目

在林业建设方面 ,宁夏积极争取外援项目 ,先后

实施了日本国援助黄河中游防护林建设项目 中德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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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荒漠化治理项目 、宁夏—岛根友好林二期项目 、中

韩和宁夏平罗黄河滩水土保持林示范项目等外国政

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生态林业建设项目 6个 ,引

进外资折合人民币近 1.9×108 元 ,完成人工造林面

积 1.4×10
4
hm

2
,封山育林 3.0×10

4
hm

2[ 3]
。

3.3　企业和农户自筹资金

企业融投资领域主要是有偿性或生产经营性农

业环保产业 ,如吴忠市绿色食品基地 、宁夏连湖农场

蔬菜公司等企业发展绿色产品 。另外 ,宁夏美利纸业

发展的林纸一体化工程兼顾生态建设和经济林开发 ,

实现生态建设与企业效益的“双赢” 。农户自筹资金 ,

包括银行的小额贷款 ,主要是发展大棚蔬菜 、畜禽等 ,

还有配套资金 ,如“一池三改”工程等。

综上所述 ,宁夏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已有了一

定的发展基础。但是 ,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的

制度和持续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尚未建立。农业生

态环境保护产业的持续发展将有力带动地区经济发

展 ,乃至最大程度激发了更多的团体 、企业和个人从

事环境保护产业的积极性 ,提高了公众的环境保护意

识。因此 ,积极探索和建立持续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

产业运行机制 ,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产业持续发展的

根本保证 。

4　宁夏农业生态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
和政策建议

4.1　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

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《宁夏回族自

治区环境保护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中均没有明确

规定如何发展环保产业 ,更没有农业生态环保产业的

条款 。

建议修订《条例》 ,明确发展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对

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,明确发展农业生态环保产业

领域 、方向 、资金来源和政策倾斜等 ,特别是要在“环

境保护资金”一章中单列一条关于“农业生态环保产

业”发展资金来源和管理办法 。在修订《条例》的同

时 ,自治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会同自治区环境保护

局 、农牧厅 、财政厅 、经委等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并联合

发布《关于发展农业生态环保产业的若干意见》 ,将分

散的有关规定 、条款 、标准等集中起来 ,便于统一管

理 、实施等 。

4.2　制定《宁夏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规划》

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应采取优先发展 ,逐步推

进的战略模式 ,即根据现有财力和潜在财力状况 ,优

先用于能够取得更大经济效益的地区 ,使得农业生态

环保产业的发展起到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因此

《宁夏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规划》应有新的原则思

路和方法。(1)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,以市场为背景

判断农业生态环保产业投资取向 。农业生态环保产

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,促进

区域可持续发展 ,因此规划应体现生态优先的原则 。

在对地区与行业优势产业进行识别 、判断和规划时 ,

应建立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交换体系之上 ,把市场作为

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机

制改革的目标。(2)制定农业生态环保产业投资取

向 ,既要从纵向上比较并明确我国农业生态环保产业

与地区发展的现状与未来走势 ,又要从横向上比较并

明确中外产业的发展差异与未来的选择方向 ,从而避

免片面性 、主观性与封闭性 。(3)以企业为主体构造

农业生态环保产业投资取向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,产

业投资结构的构造与实现的主体应主要靠企业而不

是靠政府 ,尽管政府可以从宏观上帮助企业选择产业

投资的领域与市场 ,但绝不能替代企业投资主体做出

投资决策。(4)以循环经济理念确定产业投资的取

向 。目的是最大程度上提高农业生态环保产业的循

环转化增殖能力 。鉴于上述考虑 ,农业生态环保产业

发展规划应根据宁夏区情 ,明确发展任务 、目标 、重点

地带 、重点项目 、资金来源 、各投资主体事权和财权以

及政策保障体系 。

4.3　建立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创业投资机制

(1)要准确界定和切实落实各个相关主体的农

业环保产业投资权。在相关主体中 ,政府必须发挥主

导投资作用:①加大实施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法

律法规 ,增加对农业生态环保产业投资的实际需求 。

②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和补贴力度[ 5] 。 ③通过政策引

导 ,融通社会资金。在引导政策中 ,切实落实向排污

者和受益者的收费政策。

(2)应鼓励农民逐步走向合作化经营和股份制

经营 ,实现农业生态环保产业的公司化经营[ 6-7] 。对

于市场潜力大 、投资效益高的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和技

术 ,如生态农业 ,精准农业 ,设施农业及无公害农产品

生产 ,秸秆与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,林业 、观光农业及

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特色环保农业以及优质抗旱农

作物品种 、水土保持的植物栽培技术 、环保型化肥农

药开发 、科学的耕作技术与方法和农业生物工程技术

等技术研发 ,财政可从排污费(未来的环境税)中拿出

一部分 ,与对污染严重的企业和直接责任人的罚款收

入一起建立农业生态环保产业基金 ,用于补贴乡镇企

业 、私营企业 、农户环保产业投资 ,从而鼓励和促进农

业生态环保产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。

(下转第 154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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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者 ,全面推行水票制 ,建立水量交易市场。通过水

票制的实行 ,明确各协会水量 ,可规范水市场的运行

秩序 ,而农户节余水量的相互交易和余缺调剂 ,实现

了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。

4　结语

农户参与式灌溉管理是灌区管理体制及运行机

制上的变革 ,对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, 优化水资源配置

等方面有显著作用。但是现阶段 ,建立和运行过程中

仍存在诸多制约 ,影响了用水者协会作用的发挥和灌

溉效益 , 因此 ,必须从新疆区情出发 ,探索具有新疆

特色的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模式 ,解决水资源严重匮

乏与浪费以及低效率配置的矛盾 ,促进干旱地区农户

参与灌溉管理模式的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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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(3)鼓励和扩大企业投资并提供银行信贷支持。

可借鉴德国“绿色银行”的经验 ,建立农业生态环保产

业专项贷款 ,降低贷款利率 ,延长贷款期限或地方财

政给予适当贴息 ,对农业生态环保产业优先贷款 ,增

加环保风险资金的投入 ,建立区域间合作贷款机制 。

此外 ,应与国家和自治区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,

建立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,通过财政 、信贷 、税收等政

策建立农业生态环保产业投资公司和专业投资公

司[ 8—10] ,或通过引导现有企业进行重组和联合 ,向集

团化 、规模化发展 ,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 ,从而实现宁

夏地区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,形成合理的地区农

业生态环保产业结构 ,增强农业生态环保产业的综合

竞争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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